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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坂城湿地将获新生 

发表日期：2002-07-09 点击次数：245

 

    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出台的8条禁令近日在当地农牧民中引起不少争议。而达坂城区的领导

则回答：“这是湿地！”   本月初，沉寂了上百年的达坂城湿地经过专家团首次正名，确认

达坂城区内由湖泊、河流、沼泽地组成的草滩是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的湿地。据专家初步推算，

达坂城区内的湿地面积达17万多亩。专家称：“如果把乌鲁木齐比作一个向西而立的巨人，那么

达坂城的湿地则是这个巨大的‘左肾’！目前乌鲁木齐被列入国家级湿地保护区的乌鲁木齐河湿

地，也就相当于乌鲁木齐的‘右肾’。”   据《乌鲁木齐晚报》报道，此前达坂城湿地由于

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，农牧民任意在湿地内开荒造田、放牧、打井取水，已造成

部分湿地功能退化、地表干燥裸露，加之洪水的天噬，达坂城目前的湿地面积已大打折扣。   

“湿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，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，这种独特的自然资源将从我们的视线里消

失，这无论对达坂城、乌鲁木齐，还是新疆来说，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”据市科委专家介

绍，“去年有关方面出具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，近50年来，由于人为的破坏，新疆的湿地资源已

由建国初期的280万公顷锐减至目前的148万公顷，缩减了将近一半，湿地保护形势已相当紧迫！

特别是对于全国14个重点缺水城市之一的乌鲁木齐，湿地调节地下水、过滤毒素、调节小气候的

功能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长远发展。”   达坂城区有关领导称：目前达坂城出台的8条

禁令只是为保护湿地资源走出的第一步，彻底解决湿地和农牧民生产之间的矛盾还任重道远，解

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申请国家湿地保护区，用法律为湿地资源的保护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。 

（转自中国新闻网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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